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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&癫
!

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#睡眠与癫
!

发作的相互作用关系密切已被人们所认识!!"

) 早

在一个世纪前#人们在对癫
!

的研究中就发现癫
!

发作在时间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#特别是观察到癫

!

发作易受睡眠觉醒周期的影响!#"

) 近年来#从细

胞和分子水平进行有关癫
!

发病机制的大量研究

中# 已肯定癫
!

的发作存在具有功能意义的昼夜生

物节律性!F"

) 借助多导生理参数睡眠监测%1EM&分

析#发现睡眠与癫
!

之间确有密切关系!H"

) 随着这

些研究的逐步进展#对二者关系的了解也越来越多)

现将国内外近年来有关研究综述如下)

CQ睡眠期对癫
!

发作的影响

睡眠对癫
!

的影响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受到

研究者的关注) 大脑的原始节律在睡眠和觉醒状态

时有显著差异!""

#因此各类癫
!

在睡眠的特定时期

有选择的发作并不奇怪) 生理学研究表明#人类有

快速眼球转动%;V9&及非快速眼球转动%8;V9&

两种睡眠状态) 两种睡眠状态的生理机制完全不

同#8;V9期睡眠在生理上是以丘脑皮质传入冲动

介导的大脑皮质弥散性同步化为特征#而神经元的

同步化和过度兴奋是将癫
!

发作间状态转化为发作

状态的主要因素) 因此#8;V9睡眠对已高度兴奋

的皮质有活化癫
!

发作的倾向#换言之#有致惊厥作

用) 在;V9睡眠期#丘脑皮质的同步化作用受到抑

制#半球间冲动通过胼胝体的传播强度减弱#因此双

侧同步性癫
!

样放电衰减#使癫
!

发作及发作间期

放电受到抑制#;V9是睡眠周期中最有效的抗癫
!

状态) 根据睡眠觉醒周期中癫
!

发作的时间分布#

将癫
!

发作分为睡眠型*觉醒期型和弥散型三

类!Y"

) 睡眠过程对癫
!

发作及发作间期
!

样放电

的影响已被临床及癫
!

动物实验模型研究所证

实!G"

#这种影响与不同睡眠时期密切相关) M,].4A

等早在 !@@" 年就发现了睡眠和癫
!

的关系#并且根

据癫
!

发作时间分为三类'夜间发作%#!c&*白天

发作%H#c&和昼夜不定期发作%FGc&) 其中夜间

发作的病人有两个好发时间段#一个是刚入睡时候#

另外一个是快觉醒时候) 有文献报道了 !# 例部分

性癫
!

患者#显示睡眠结构的破碎促进了癫
!

患者

夜间丛集性发作!@"

) 目前多认为癫
!

发作及发作

间期
!

样放电主要出现于8;V9睡眠%约 %"c&#尤

其是
#

期%约 Y!c&#其次是
,

期%约 #$c&) 同时#

癫
!

发作与发作间
!

性放电还与睡眠的深度有关#

二者多发于8;V9期#但较深睡眠容易引起发作间

!

性放电#较浅睡眠易引起癫
!

发作$而 ;V9期可

抑制全面性癫
!

发作!%"

) 睡眠不足_剥夺#不仅促

进癫
!

发作且增加发作间期
!

样放电频率#而这种

影响与睡眠时相有明显的相关性!!$"

) 在少年肌阵

挛癫
!

中剥夺睡眠能显著增加脑电图的
!

性放

电!!!"

) 各种癫
!

发作与睡眠R觉醒周期有密切关

系#特发性全面性癫
!

几乎仅出现于 8;V9睡眠

期$大发作很少在 ;V9睡眠期出现#几乎仅出现在

8;V9睡眠期$肌阵挛发作在自然睡眠或药物诱导

睡眠中多发生于从睡眠向觉醒的过渡期$K.A-综合

征从睡眠中唤醒或入睡前为痉挛频发的时间$Q.*R

*,\RM3A-3C-综合征可发生于睡眠*觉醒的任何时期$

伴有中央*颞部棘波的儿童良性癫
!

%I'V'[E&多

发生于睡眠中#深睡期最多见#但在 ;V9期发作波

出现率低$部分性发作继发全面性发作多在睡眠中

或睡眠后立即出现#与 ;V9睡眠期密切相关#觉醒

期少见$部分发作不论是单纯部分发作还是复杂部

分发作#多发生在白天觉醒状态$%c o!!c颞叶癫

!

#容易在睡眠中和睡眠后立即出现#与 ;V9睡眠

("!H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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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切相关#清晨觉醒期减少$Y!c额叶癫
!

多发生于

非快速眼动各期$慢波睡眠期持续性棘慢波癫
!

在

非快速眼动期有普遍而持续性棘慢波复合波发放#

但在快速眼动期被抑制)

@Q癫
!

发作对睡眠的影响

有大量关于癫
!

患者异常睡眠结构的研究报

道#睡眠的破碎*总睡眠时间的减少*睡眠潜伏期的

延长*快速眼动睡眠的减少*睡眠周期时间缩短

等!!#"

#黄娟等!!F"对 H@ 名癫
!

儿童及 !# 名正常健

康对照儿童进行 1EM检查#按照癫
!

发作类型*发

作好发时间将患儿分为全面性癫
!

组*局灶性癫
!

组以及清醒发作组*睡眠发作组#评价各组患儿与健

康对照儿童之间各项睡眠参数的差异#提示不同癫

!

对儿童睡眠结构的影响不同) 不论是白天或者夜

间发作都对睡眠结构有明显影响# 最常见的是睡眠

潜伏期延长#觉醒次数和觉醒时间增加#睡眠效率降

低#8;V9的
#

期增加#较深的 8;V9睡眠减少#片

断睡眠或快速眼动睡眠减少#睡眠阶段的转换次数

增加) 睡眠觉醒节律紊乱与癫
!

存在多种联系!!H"

)

如在特发性全面性癫
!

中对睡眠结构的影响最明

显!!""

#颞叶癫
!

发作更明显#其睡眠效率降低#中途

觉醒增加#快速眼动睡眠时间明显减少!!Y"

#在夜间

额叶癫
!

发作中常伴有明显的觉醒和异态睡眠!!G"

#

在全面性癫
!

患者#特别是对 ;V9睡眠影响大#全

面性癫
!

一旦发生在夜间至清晨#则;V9睡眠可被

破碎或片段化#不论原发性还是继发性的全面性癫

!

#若在睡眠中发作#则可见总睡眠时间减少*;V9

睡眠减少*浅睡眠增加*入睡后觉醒次数增加$在

K.A-综合征可见总睡眠时间减少#;V9睡眠减少)

Q,0.ORM,/34)O等!!#"认为夜间全面性发作改变了全

部的睡眠结构#减少了睡眠效率和 ;V9睡眠时间#

部分性发作影响了夜间睡眠方式#尤其对快速眼动

睡眠影响明显) 夜间的
!

性发作扰乱了睡眠结构#

大多数患者可引起短暂的觉醒#这些影响看起来是

很小的#但是即使是短暂的发作也会延长睡眠结构

的转换#有研究显示治疗夜间
!

性发作可以改善睡

眠#使睡眠效率得到提升#减少了觉醒#增加了 ;V9

睡眠)

EQ癫
!

与睡眠障碍

癫
!

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睡眠障碍#这与癫
!

发作和
!

样放电活动影响睡眠结构有关#从而伴发

睡眠障碍) 因此癫
!

患者的睡眠障碍发生率很

高!!@"

#而且癫
!

发作常常与睡眠障碍同时存在!!%"

#

而且常常容易互相误诊!#$"

#不少患者以白天乏力*

嗜睡和%或&夜间睡眠表浅*易醒*夜间打鼾和肢体

异常活动等缺乏特异性为唯一主诉症状# 经1EM检

查证实除
!

样放电外#均伴有睡眠结构明显紊乱易

被误诊为单纯睡眠障碍或抑郁症等其他疾病#延误

抗癫
!

治疗) 由于睡眠相关性癫
!

夜间发作的特殊

性#症状发生相对隐蔽#且不易观察#仅关注到患者

睡眠障碍相关的临床表现#因此#对于睡眠障碍的这

一类患者#除仔细向患者和患者家人询问病史#应常

规行脑电图或 1EM监测#以便尽早诊断和鉴别诊

断) 了解癫
!

和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#对于癫
!

的

治疗来说至关重要!#!"

#癫
!

本身及其治疗都可能影

响睡眠!##"

#但其中部分与药物治疗是无关的!#F"

#

934A)6),等!#H"通过1EM观察到#睡眠障碍在有过多

白天睡眠并且伴有鼾声*睡眠呼吸暂停*周期性腿

动*猝倒的癫
!

患者中比较多见) 936,]等!#""在对

YF 例经1EM检测的癫
!

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#发现

G@c的患者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#HYc的患者极

度嗜睡#!%c的患者有夜间发作#其中 ! 例合并发作

性睡病#Y 例合并周期性腿动) I.43* 等!#Y"报道了

"$ 例在睡眠实验室检测1EM的癫
!

患者#"Hc的患

者合并睡眠呼吸暂停#F#c的患者合并周期性腿动#

FY 例治疗后 Y 例癫
!

发作有显著的改善) L?32R

L6.J4)3等!#G"比较了 !H@ 例有睡眠障碍的癫
!

患者

和 !$$ 例健康对照人群的睡眠质量#对照组的睡眠

质量%G%c&明显好于癫
!

患者%F%c&#但是在纠正

癫
!

患者的相关睡眠障碍后#二者的总睡眠时间却

很相似#而且发作明显减少)

WQ癫
!

合并睡眠障碍的治疗

目前对癫
!

的治疗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#而且

取得了重大成就#但癫
!

合并睡眠障碍的治疗仍在

进一步研究中#T366?,,a 等!#@"报道生酮饮食能明显

改善癫
!

和睡眠质量#他还报道了对睡眠期行迷走

神经兴奋治疗能减少癫
!

发作#进一步提高癫
!

病

人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!#%"

) MC0-3等!F$"报道了

用 8R乙酰R" 氧基色胺治疗能显著改善癫
!

和睡眠

行为) 近年来#在松果体合成的褪黑激素和睡眠觉

醒周期的关系受到关注#目前褪黑激素正试用于睡

眠障碍综合征的治疗!F!"

)

综上所述#睡眠与癫
!

关系密切#癫
!

发作自身

导致了睡眠紊乱#通过对顽固性癫
!

患者的睡眠的

(Y!H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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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可有效地控制其癫
!

发作和改善睡眠!F#"

) 有

效地控制癫
!

发作既能改善睡眠#又能提高控制癫

!

发作率) 无论如何#良好的睡眠在癫
!

患者的发

作控制和生活质量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#关注癫

!

发作可导致的睡眠中断和可能与之同时发生的睡

眠障碍成为癫
!

患者所有治疗的关键#重视癫
!

患

者的睡眠#对控制癫
!

发作#提高癫
!

患者的生活质

量有着重要意义)

!参&考&文&献"

!!"&L*.̂3E# MC0-397E6..0 3*2 <()62(,,2 .0)6.0A:!+"7D*2)3* +1.R

2)3-4# #$$"# G#%@&'Y%GRY%$7

!#"&5)-.4)'7V0)6.0A:3*2 A6..0!+"7L* E)A-E3*)-83=34# #$$G# F$

%EC006&'!$GR!!#7

!F"&K,6N17T)A-,4)<363A0.<-A,N)2),03-()<J.*.436)O.2 .0)6.0A).A!+"7

V0)6.0A)3# #$$"# HY%EC006&'GR%7

!H"&孙素真#王铭维#冯宋怀#张凤玲#施荣富7儿童特发性癫
!

与

睡眠结构的关系!+"7第一军医大学# #$$"# #"%F&'F"HRF"Y7

!""&IC:AA.>+# 9,*a [T# '344).4+# I.J6.:L7')4<32)3* 03--.4*A,N

A6..0# A6..0)*.AA# 3*2 0.4N,4/3*<.)* ,62.43*2 :,C*J.432C6-A

!+"7E6..0# #$$"# #@%!!&'!FY"R!FGY7

!Y"&9.*2.O9# ;32-a.;L7D*-.43<-),*A?.-]..* A6..0 3*2 .0)6.0A:

!+"7+'6)* 8.C4,0(:A),6# #$$!# !@%#&'!$YR!#G7

!G" &m.)-O.4+9# 9,436.AR5)663J43* L# 93)2/.*-8[# I.(*a.V+#

L<a.4A,* Q'# Q,0.OR;,24)JC.OB# .-367V\-43<.66C63432.*,A)*.

)* -(.(C/3* ?43)* 2C4)*JA6..0 3*2 A6..0 2.04)=3-),*' 3* )* =)=,

/)<4,2)36:A)AA-C2:!+"7E6..0# #$$Y# #%%H&'H""RHY!7

!@"&93**);# m3/?4.66)V7[(.4.63-),*A()0 ?.-]..* N,<36A.)OC4.A

3*2 A6..0' 3* 3*36:A)A,N-(.<:<6)<36-.4*3-)*J03--.4*!+"7V0)6.0R

A:;.A# #$$"# YG%!R#&'GFR@$7

!%"&9)*.<3* ># 83-343̂3* L# 934O.<9# 936,]I7;.63-),*A()0 ,N

.0)6.0-)<A.)OC4.A-,A6..0 A-3J.3*2 A6..0 2.0-(!+"7E6..0# #$$##

#"%@&'@%%R%$H7

!!$" E,a)<>7E6..0 3*2 -(..0)6.0A).A!+"7M63AE40 La32 83Ca3#

#$$G# H%'@FR@@7

!!!" 93*J3*,--)1# I,*J),=3**)QM# BCJJ.--3M# m3*.--.M# B)3A<()

L7VNN.<-A,NA6..0 2.04)=3-),* ,* <,4-)<36.\<)-3?)6)-:)* 03-).*-A

3NN.<-.2 ?: Ĉ=.*)6./:,<6,*)<.0)6.0A:' 3<,/?)*.2 -43*A<43*)36

/3J*.-)<A-)/C63-),* 3*2 VVMA-C2:!+"7+8.C4,68.C4,AC4J1A:R

<()3-4:# #$$Y# GG%!&'"YRY$7

!!#" Q,0.ORM,/34)OV# T,:,R;,24)J,I# ;,24)JC.OR8).-,D7[(..NN.<-A

,N.0)6.0-)<A.)OC4.A,* A6..0 34<()-.<-C4.!+"7;.=8.C4,6# #$$H#

F@%#&'!GYR!@$7

!!F" 黄娟#麦坚凝#王秀英#李志斌#张凤琼7癫
!

儿童发作间期全

夜睡眠状况初步分析!+"7中国当代儿科杂志# #$$G# %%!&'YR

!$7

!!H" [,-( QL# K3*J+# I,AJ433N'# ;.)<(.*A0.4J.4+# TCJ(.AQB#

B3)*J,62 'Q7E6..0# -./0.43-C4.# 3<-)=)-:#3*2 04,63<-)* 0(.*,R

-:0.A,NJ.*.-)<366:.0)6.0A:R04,*.43-A!+"7',/0 9.2# #$$Y# "Y

%"&'H$#RH!"7

!!"" 93J3*-);# E(.-( ;># T.4/3** I1# K.?.4E# M)236IV# B)*.

+7E6..0 34<()-.<-C4.)* <()624.* ])-( )2),03-()<J.*.436)O.2 .0)R

6.0A:!+"7V0)6.0A)3# #$$"# HY%!&'!$HR!$%7

!!Y" I3O)6'K# '3A-4,QT# K36<O3a [E7;.2C<-),* ,N430)2 .:./,=.R

/.*-A6..0 ?:2)C4*363*2 *,<-C4*36A.)OC4.A)* -./0,4366,?..0)R

6.0A:!+"7L4<( 8.C4,6# #$$$# "G%F&'FYFRFY@7

!!G" [.4O3J()9# E34-,4)D# 93);7',C06)*J,N/)*,4/,-,4.=.*-A3*2

.0)6.0-)N,4/2)A<(34J.A])-( 34,CA36N6C<-C3-),*A)* 8BQV!+"7V0R

)6.0A)3# #$$@# H%%H&'YG$RYGY7

!!@" 1.43)-3RL2432,A;7V0)6.0A:3*2 A6..0R]3a.<:<6.!+"7;.=8.CR

4,6# #$$H# F@%#&'!GFR!G"7

!!%" K36-.4ALE7'6)*)<36)2.*-)N)<3-),* ,N-(.A)/06.A6..0R4.63-.2

/,=./.*-2)A,42.4A!+"7'(.A-# #$$G# !F!%H&'!#Y$R!#YY7

!#$" Z623*)L# mC<<,*)9# '3A-4,*,=,'# B.4)*)RE-43/?)Q78,<-C4*36

N4,*-366,?..0)6.0A:/)AR2)3J*,A.2 3AA6..0 30*.3A:*24,/.!+"7

L<-38.C4,6E<3*2# !%%@# %@%!&'YGRG!7

!#!" T,66)*J.41# i(3-3/);# MCJJ.49# T.AA'K# I3AA.--)'Q7V0)R

6.0A:3*2 ,?A-4C<-)=.A6..0 30*.3!+"7VC48.C4,6# #$$Y# ""%#&'

GHRG%7

!##" T)*2/34<( D# >3]A,* +# E-3*6.:87L2,C?6.R?6)*2 A-C2:)*

(.36-(:=,6C*-..4A-,3AA.AA-(..NN.<-A,* A6..0 ,N04.J3?36)* <,/R

034.2 ])-( 36043O,63/3*2 063<.?,!+"7E6..0# #$$"# #@ %#&'

!@GR%F7

!#F" ')<,6)* L# 93J6),63U# M),423*,L#[.44.*)L# IC<<3'# 9C-3*)

;7VNN.<-A,N6.=.-)43<.-3/,* *,<-C4*36A6..0 3*2 23:-)/.=)J)R

63*<.)* (.36-(:=,6C*-..4A!+"7V0)6.0A)3# #$$Y# HG%!&'@#R@"7

!#H" 934A)6),># B,62=34:8# 1.44:9# >)**.4>7E6..0 2)A,42.4A)*

.0)6.0-)<03-).*-A])-( .\<.AA)=.23:-)/.A6..0)*.AA!+"7E6..0

;.A# !%%G# #Y'"Y%7

!#"" 936,]IL# B4,/.AM# L624)<( 9E7UA.NC6*.AA,N0,6:A,/*,J43R

0(:)* .0)6.0A:03-).*-A!+"78.C4,6,J:# !%%G# H@ %" &'!F@%R

!F%H7

!#Y" I.43* ;M# 16C*a.--9+# T,663*2 M+7D*-.4N3<.,N.0)6.0A:3*2

A6..0 2)A,42.4A!+"7E.)OC4.# !%%%# @%#&'%GR!$#7

!#G" L?32RL6.J4)3B# Q,0.OR9366.* 9V# 2.B43*<)A<,R93WC.2317D*R

A,/*)33*2 A,/*,6.*<.)* .0)6.0A:!+"7;.=8.C4,6# !%%G# #"

%!HH&'!!G!R!!G#7

!#@" T366?,,a [# QC*2J4.* +# ;,A.* D7i.-,J.*)<2).-)/04,=.AA6..0

WC36)-:)* <()624.* ])-( -(.430:4.A)A-3*-.0)6.0A:!+"7V0)6.0A)3#

#$$G# H@%!&'"%RY"7

!#%" T366?,,a [# QC*2J4.* +# i,(6.4E# I6.**,]M# E-4,/?632 QM#

;,A.* D7I.*.N)<)36.NN.<-A,* A6..0 ,N=3JCA*.4=.A-)/C63-),* )*

<()624.* ])-( -(.430:4.A)A-3*-.0)6.0A:!+"7VC4+13.2)3-48.CR

4,6# #$$"# %%Y&'F%%RH$G7

!F$" MC0-39# L*.̂3E# i,(6)i7L22R,* /.63-,*)* )/04,=.AA6..0 ?.R

(3=),4)* <()624.* ])-( .0)6.0A:' 43*2,/)O.2# 2,C?6.R?6)*2# 063R

<.?,R<,*-4,66.2 -4)36!+"7+'()62 8.C4,6# #$$"# #$%#&'!!#R!!"7

!F!" ',00,63M# D.4=,6)*,M# 93A-4,A)/,*.9# Q3[,44.M# ;C)C B#

13A<,--,L79.63-,*)* )* ]3a.RA6..0 2)A,42.4A)* <()624.*# 32,6.AR

<.*-A3*2 :,C*J32C6-A])-( /.*-364.-3423-),* ])-( ,4])-(,C-.0)R

6.0A:'32,C?6.R?6)*2# <4,AAR,=.4# 063<.?,R<,*-4,66.2 -4)36!+"7

I43)* >.=# #$$H# #Y %Y&'FGFRFGY7

!F#" 2.T33AE# Z--.L# 2.K..42 L# =3* V40 M# ',(.* L# =3* M.4R

=.* +7V\06,43-,4:0,6:A,/*,J43R0()<.=36C3-),* ,N04.J3?36)* ,*

A6..0 2)A-C4?3*<.)* 03-).*-A])-( .0)6.0A:!+"7+'6)* E6..0 9.2#

#$$G# F%"&'HGFRHG@7

%本文编辑'吉耕中&




